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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2 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 5 部

门发布《关于全面实施个人养老金制度的通

知》（以下简称《通知》）。《通知》明确，自 12 月

15 日起，将个人养老金制度从北京、上海、广

州等 36 个先行城市（地区）推开至全国。参加

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或者城乡居民基本养

老保险的劳动者，均可以参加个人养老金制

度。税收优惠政策的实施范围从 36 个先行城

市（地区）同步扩大到全国。最新数据显示，

我国个人养老金开户人数突破 7000 万。

《通知》进一步明确了相关支持政策，并

就投资产品、提前支取、风险管理等问题，作

出了一系列调整。

个人养老金由政府政策
支持、个人自愿参加、市场化
运营，享受税收优惠

目前，我国养老保险体系主要有三大支

柱。第一支柱为基本养老保险，包括城镇职

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立足于保基本。第二支柱为企业年金、职业

年金，由用人单位及其职工建立，主要发挥补

充作用。第三支柱为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和

商业养老保险。

个人养老金是国家关于第三支柱的制度

性安排，为实现个人补充养老提供制度保障，

由政府政策支持、个人自愿参加、市场化运

营，能享受税收优惠。

实施个人养老金制度的目的，是通过政

策引导，鼓励具备条件的人员在年轻时进行

养老储备，并通过市场化运营的方式实现积

累资金的保值增值，在基本养老保险和企业、

职业年金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份积累，为老年

生活再添一份保障。

参加个人养老金，参加人需要开立个人养

老金账户和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年缴费上限

为 1.2 万元。参加人可以在商业银行网点或银

行 APP 上，一并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及个人养

老金资金账户。账户开立并进行缴存后，参加

人即可根据自身偏好，自主选购养老金融产品

获取收益，商业银行可提供投资建议。

民 众 参 与 个 人 养 老 金 制 度 享 受 税 收 优

惠。对缴费者按每年 1.2 万元的限额予以税

前扣除，对账户资金的投资收益不征税，领取

时按 3% 较低税率征税。

“举例来说，一个投资者去年应纳税所得额

为 20万元。如果他缴存了 1.2万元进入个人养

老金账户，那么按照 1.2万元的限额予以税前扣

除，乘以 20% 的税率，他当年可节省个税 2400
元。”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说。

李旭红说，投资者领取个人养老金时，单

独按照 3% 的税率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不并

入综合所得。这一税率相对较低，且无论个

人养老金的数额多少，都按此税率计税。例

如，投资者领取 1 万元，个税即为 300 元。

可供投资的产品数量已
超过 900只

个人养老金通过购买相关金融产品获取收

益。因此投资产品的品类是否丰富、能否有较

多收益稳健的产品，直接关系到制度吸引力。

记 者 从 国 家 社 会 保 险 公 共 服 务 平 台 获

悉：截至 12 月 12 日，个人养老金产品已包括

26 款理财类产品、466 款储蓄类产品、165 款

保险类产品和 200 款公募基金产品。

《通知》规定，在现有理财产品、储蓄存

款、商业养老保险和公募基金产品基础上，将

国债、特定养老储蓄、指数基金纳入个人养老

金产品范围。

根据《通知》要求，中国证监会及时优化产

品供给，已将首批 85只权益类指数基金纳入个

人养老金投资产品目录。这意味着个人养老金

可供投资的产品数量已超过 900只。

首批权益类指数基金中，跟踪各类宽基

指数的产品 78 只，跟踪红利指数的产品 7 只，

包括沪深 300 指数、中证 A500 指数、创业板指

数等普通指数基金、指数增强基金、ETF 联接

基金。这些产品同样实施费率优惠，让利投

资者。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此次《通知》将国债、特定养老储蓄、指数基金

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有助于更好满足

投资者的投资需求。随着个人养老金产品种

类不断丰富、数量不断增加，在个人养老金投

资中做好产品选择显得更加重要。

“个人养老金中的储蓄类产品、国债产品

较为稳健，预期收益相对较低，适合具有‘保

本’需求的投资者。理财类产品预期收益和

风险相对平衡，波动较平缓，适合追求一定投

资收益的投资者。基金类产品风险水平相对

较高，预期收益也较高，适合于风险偏好较

高、有一定投资经验的投资者。保险类产品

在提供一定预期收益的同时，还具有风险保

障作用。”娄飞鹏说。

招联首席研究员董希淼建议，对具有投

资理财知识和经验、追求较高收益，同时有一

定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者来说，可着重考虑

配置养老目标基金和养老理财等产品。“考虑

到基金产品收益在短期内可能出现一定波

动，因而更建议投资者长期持有。”董希淼说。

此外，特定养老储蓄受存款保险保护，国

债由国家信用支撑，是非常稳健的选择。一

些保险产品设计了保底利率。这些更加适合

风险偏好较低、希望“保本”的投资者。指数

基金具有风险分散、透明度高等特点，有利于

实现养老资产长期增值。

“总的看，这几类产品均具有运营稳健、

长期增值的特征。消费者既要结合自身风险

偏好、理财知识进行产品配置，同时也要考虑

自己的年龄情况。”董希淼说，一般来说，距离

退休时间比较近的投资者，建议选择更稳健

的产品，避免一些风险相对较高的产品出现

短期亏损的情况；而对年轻消费者来说，可以

考虑配置更多的基金、理财产品。

增加提前领取情形，方式
也更加灵活

有了丰富的产品，还需简化流程。《通知》要

求商业银行提高服务的便利化水平，取消了线

上购买商业养老保险产品的“录音录像”要求。

“这将便于参加人‘一站式’购买个人养

老 金 产 品 ，有 助 于 提 高 老 百 姓 投 资 的 积 极

性。”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董克用说，经过两年

先行实施，个人养老金制度已吸引了 7000 多

万人参加。如何留住客户、吸引资金，需要金

融机构更多发挥专业水平，想办法帮助大家

降低投资难度、稳定产品收益。

《通知》还增加了提前领取情形，除达到

领取基本养老金年龄、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出

国（境）定居等领取条件外，参加人患重大疾

病、领取失业保险金达到一定条件或者正在

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的，也可以申请提前领

取个人养老金。领取方式也将更加灵活。参

加人可以选择按月、分次或者一次性领取个

人养老金，并可进行变更。

参加人达到领取条件，可以通过各级社会

保险经办机构、全国统一线上服务入口和商业

银行等途径提出申请并经核实后，由商业银行

将个人养老金发放至本人社保卡银行账户。

（综合本报记者邱超奕、屈信明、葛孟超、

赵展慧及新华社报道）

个人养老金制度将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开户人数已突破 7000 万

增加更多稳定收益投资品种
专家建议投资者结合自身风险偏好、理财知识、年龄情况配置产品

近 日 ， “2024 焕 新 非 遗·天 府 之

夜”活动在四川成都举行。本次活动旨

在挖掘和展示四川丰富的非物质文化

遗产资源，推动非遗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和创新性发展。经评选，由泸州老窖报

送的《“国宝”之旅体验“活”非遗》案例

获得“非遗与旅游融合优秀案例”奖项，

显示出泸州老窖在守护传统酿造技艺

及创新传承非遗文化方面的贡献。

酒是泸州重要的文化符号。泸州

老窖酒传统酿制技艺于 2006 年入选

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为方便人们了解、学习泸州酿酒文化，

泸州老窖每年都会投入大量资金对具

备历史文化价值的酿酒作坊进行修

缮，并对重要文物进行保护。全新升

级的泸州老窖博物馆，将跨越千年的

珍贵酒器、重要文献进行展出。博物

馆负责人介绍：“在这里不仅可以沉浸

式领略中国酿酒之美、品酒之美、酒道

之美，还能近距离感知其中所蕴含的

中国文化之美、中国味道之美、中国智

慧之美。”

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泸州老窖

积极将酒文化融入当地旅游，利用“非

遗+文旅”模式，打造出丰富的文化体

验项目，让古老非遗拥抱现代生活，促

进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丰收。

“泸州老窖·国窖 1573 封藏大典”、

泸州老窖“怀玉杯”酿酒技能大赛、国

际诗酒文化大会等众多活动让大众不

仅可以参观古老的酿酒作坊和窖池

群，还能品尝到由传统技艺酿造的美

酒，深入了解中国白酒文化的博大精

深。泸州老窖注重非遗成果的转化和

共享，形成了一批演艺成果：沉浸式品鉴剧宴《酒歌》让千百

年前的壮阔景象重现在观众眼前，《孔子》《李白》《昭君出塞》

《大河》等多部民族舞剧与音乐诗剧的磅礴气势，让观众于酒

香中品味历史。这些作品还在全国众多城市开展巡演，并以

演出为中心，延伸出多彩的文化展示活动，以丰富的人文体

验，促进酒旅融合价值转化，进一步增强非遗传播力。

泸州老窖以自身优势，赋能乡村全面振兴。近年来，企

业着力打造有机高粱生产基地，大力发展改善农业生态环

境的有机农业，不仅确保了酿酒原料的高品质，还带动了泸

州高粱产业的转型升级，为当地农民提供了稳定的增收渠

道。同时，在叙永县、红原县的助农项目，进一步丰富当地

的产业结构，促进经济的多元化发展。

“此次荣获‘非遗与旅游融合优秀案例’，不仅是对泸州

老窖在非遗保护与传承方面工作的肯定，更是对企业持续

推动非遗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鞭策。未来，泸

州老窖将继续坚守文化自信，不断探索和实践非遗文化的

新时代传承之路。”泸州老窖相关负责人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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